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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８１次常务会议提出的“以风定产”等煤矿瓦斯治理措施，为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煤矿通风能力核定工作，防止超通风能力生产，有效遏制煤矿瓦斯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０５年制定

的《煤矿通风能力核定办法（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０６年制定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的

基础上编制而成。

此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监察司、山东省煤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国新、刘福广、侯登双、陈成星、韩学海、吕学强、安伯超、鹿洪有、宋伟、

孙庆鹏、崔晓明、张国玉、来庆新、王雨君、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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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通风能力核定标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井工煤矿通风能力核定的条件、要求、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具有完整独立通风系统井工煤矿的通风能力核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ＡＱ１０１１—２００５　煤矿在用主通风机系统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ＡＱ１０２８—２００６　煤矿井工开采通风技术条件

ＭＴ／Ｔ４４０—１９９５　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方法

煤矿安全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ＡＱ１０２８—２００６定义的术语及以下定义的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通风能力核定　犮犺犲犮犽犪狀犱狉犪狋犻犳狔狅犳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犪犫犻犾犻狋狔

矿井通风动力、通风网络、用风地点有效风量、稀释瓦斯所能满足的正常年生产煤量。

３．２

通风需风系数　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平衡矿井内部漏风和配风不均匀等因素而采用的系数。

３．３

通风能力系数　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犪犫犻犾犻狋狔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根据矿井等积孔平衡矿井产量，并结合当地煤炭企业实际情况恰当选取确保矿井通防安全的系数。

３．４

实际需要风量　犪犮狋狌犪犾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

矿井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硐室和其他用风巷道需要风量之和。

３．５

相对瓦斯涌出量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犵犪狊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犪狋犲

平均日产１ｔ煤同期所涌出的瓦斯量，单位ｍ３／ｔ。

３．６

高瓦斯矿井　犵犪狊狊狔犿犻狀犲

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１０ｍ３／ｔ或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４０ｍ３／ｍｉｎ。

４　一般要求及条件

４．１　要求

４．１．１　核查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及井下独立用风地点的基本状况。

４．１．２　核查矿井主要通风机的运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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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实行瓦斯抽放的矿井，应核查矿井抽放瓦斯系统的稳定运行情况。

４．１．４　矿井有两个及以上并联主要通风机通风系统时，应按照每一个主要通风机通风系统分别进行通

风能力核定，矿井的通风能力为每一通风系统能力之和；矿井应按照每一通风系统能力合理组织生产。

４．２　核定要求

４．２．１　矿井每年应核定通风能力。

４．２．２　矿井转入新水平生产或改变一翼通风系统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４．２．３　矿井更换主要通风机，对主要通风机技术改造，主要通风机更换了叶片、电动机和改变了动叶、

导叶角度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４．２．４　采掘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４．２．５　矿井瓦斯等级发生变化或瓦斯赋存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４．２．６　实施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矿井，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４．３　核定条件

４．３．１　矿井应有完整的独立通风系统。

４．３．２　矿井应采用机械通风，运转风机和备用风机应具备同等能力，矿井主要通风机经具备资质的检

测检验机构测试合格。

４．３．３　安全检测仪器、仪表齐全，性能可靠。

４．３．４　局部通风机的安装和使用符合规定。

４．３．５　矿井瓦斯管理符合规定。

５　核定方法

５．１　矿井需要风量计算方法

５．１．１　矿井需要风量按各采掘工作面、硐室及其他用风巷道等用风地点分别进行计算，包括按规定配

备的备用工作面需要风量，现有通风系统应保证各用风地点稳定可靠供风。

犙ｒａ≥ （∑犙ｃｆ＋∑犙ｈｆ＋∑犙ｕｒ＋∑犙ｓｃ＋∑犙ｒｌ）×犽ａｑ …………………………（１）

式中：

犙ｒａ———矿井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犙ｃｆ———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犙ｈｆ———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犙ｕｒ———硐室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犙ｓｃ———备用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犙ｒｌ———其他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犽ａｑ———矿井通风需风系数（抽出式犽ａｑ取１．１５～１．２０，压入式犽ａｑ取１．２５～１．３０）。

５．１．２　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５．１．２．１　每个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应按工作面气象条件、瓦斯涌出量、二氧化碳涌出量、人员和

爆破后的有害气体产生量等规定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取其中最大值。

５．１．２．２　按气象条件计算

犙ｃｆ＝６０×７０％×狏ｃｆ×犛ｃｆ×犽ｃｈ×犽ｃｌ …………………………（２）

　　式中：

狏ｃｆ———采煤工作面的风速，按采煤工作面进风流的温度从表１中选取，ｍ／ｓ；

犛ｃｆ———采煤工作面的平均有效断面积，按最大和最小控顶有效断面的平均值计算，ｍ
２；

犽ｃｈ———采煤工作面采高调整系数，具体取值见表２；

犽ｃｌ———采煤工作面长度调整系数，具体取值见表３；

７０％———有效通风断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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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为单位换算产生的系数。

表１　采煤工作面进风流气温与对应风速

采煤工作面进风流气温／

℃

采煤工作面风速／

（ｍ·ｓ－１）

＜２０ １．０

２０～２３ １．０～１．５

２３～２６ １．５～１．８

表２　犽犮犺—采煤工作面采高调整系数

采高／ｍ ＜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及放顶煤面

系数／（犽ｃｈ） １．０ １．１ １．２

表３　犽犮犾—采煤工作面长度调整系数

采煤工作面长度／ｍ 长度风量调整系数（犽ｃｌ）

＜１５ ０．８

１５～８０ ０．８～０．９

８０～１２０ １．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１．１

１５０～１８０ １．２

＞１８０ １．３０～１．４０

５．１．２．３　按照瓦斯涌出量计算

犙ｃｆ＝１００×狇ｃｇ×犽ｃｇ …………………………（３）

　　式中：

狇ｃｇ———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ｍ
３／ｍｉｎ。抽放矿井的瓦斯涌出量，应扣除

瓦斯抽放量进行计算；

犽ｃｇ———采煤工作面瓦斯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时连续观测１个月，日最大绝对瓦

斯涌出量和月平均日绝对瓦斯涌出量的比值；

１００———按采煤工作面回风流中瓦斯的浓度不应超过１％的换算系数。

５．１．２．４　按照二氧化碳涌出量计算

犙ｃｆ＝６７×狇ｃｃ×犽ｃｃ …………………………（４）

　　式中：

狇ｃｃ———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平均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ｍ
３／ｍｉｎ；

犽ｃｃ———采煤工作面二氧化碳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时连续观测１个月，日最大绝对

二氧化碳涌出量和月平均日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的比值；

６７———按采煤工作面回风流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应超过１．５％的换算系数。

５．１．２．５　按炸药量计算

ａ）　一级煤矿许用炸药

犙ｃｆ≥２５犃ｃｆ …………………………（５）

　　ｂ）　二、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犙ｃｆ≥１０犃ｃｆ …………………………（６）

　　式中：

犃ｃｆ———采煤工作面一次爆破所用的最大炸药量，ｋｇ；

３

犃犙１０５６—２００８



２５———每千克一级煤矿许用炸药需风量，ｍ３／ｍｉｎ；

１０———每千克二、三级煤矿许用炸药需风量，ｍ３／ｍｉｎ。

５．１．２．６　按工作人员数量验算

犙ｃｆ≥４犖ｃｆ …………………………（７）

　　式中：

犖ｃｆ———采煤工作面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人；

４———每人需风量，ｍ３／ｍｉｎ。

５．１．２．７　按风速进行验算

ａ）　验算最小风量

犙ｃｆ≥６０×０．２５犛ｃｂ …………………………（８）

犛ｃｂ＝犾ｃｂ×犺ｃｆ×７０％ …………………………（９）

　　ｂ）　验算最大风量

犙ｃｆ≤６０×４．０犛ｃｓ …………………………（１０）

犛ｃｓ＝犾ｃｓ×犺ｃｆ×７０％ …………………………（１１）

　　ｃ）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在采取煤层注水和采煤机喷雾降尘等措施后，验算最大风量

犙ｃｆ≤６０×５．０犛ｃｓ …………………………（１２）

　　式中：

犛ｃｂ———采煤工作面最大控顶有效断面积，ｍ
２；

犾ｃｂ———采煤工作面最大控顶距，ｍ；

犺ｃｆ———采煤工作面实际采高，ｍ；

犛ｃｓ———采煤工作面最小控顶有效断面积，ｍ
２；

犾ｃｓ———采煤工作面最小控顶距，ｍ；

０．２５———采煤工作面允许的最小风速，ｍ／ｓ；

７０％———有效通风断面系数；

４．０———采煤工作面允许的最大风速，ｍ／ｓ；

５．０———采煤工作面允许的最大风速，ｍ／ｓ。

５．１．２．８　备用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应满足瓦斯、二氧化碳、气象条件等规定计算的风量，且最少不应

低于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５０％。

５．１．２．９　布置有专用排瓦斯巷的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计算

犙ｃｆ＝犙ｃｒ＋犙ｃｄ …………………………（１３）

犙ｃｒ＝１００×狇ｇｒ×犽ｃｇ …………………………（１４）

犙ｃｄ＝４０×狇ｇｄ×犽ｃｇ …………………………（１５）

　　式中：

犙ｃｒ———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犙ｃｄ———采煤工作面专用排瓦斯巷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狇ｇｒ———采煤工作面回风巷的排瓦斯量，ｍ
３／ｍｉｎ；

狇ｇｄ———采煤工作面专用排瓦斯巷的风排瓦斯量，ｍ
３／ｍｉｎ；

４０———专用排瓦斯巷回风流中的瓦斯浓度不应超过２．５％的换算系数。

５．１．３　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５．１．３．１　每个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应按瓦斯涌出量、二氧化碳涌出量、人员、爆破后的有害气体

产生量以及局部通风机的实际吸风量等规定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取其中最大值。

５．１．３．２　按照瓦斯涌出量计算

犙ｈｆ＝１００×狇ｈｇ×犽ｈｇ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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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狇ｈｇ———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ｍ
３／ｍｉｎ，抽放矿井的瓦斯涌出量，应扣除瓦斯抽

放量进行计算；

犽ｈｇ———掘进工作面瓦斯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条件下，连续观测１个月，日最大绝

对瓦斯出量与月平均日绝对瓦斯涌出量的比值；

１００———按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瓦斯的浓度不应超过１％的换算系数。

５．１．３．３　按照二氧化碳涌出量计算

犙ｈｆ＝６７×狇ｈｃ×犽ｈｃ …………………………（１７）

　　式中：

狇ｈｃ———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平均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ｍ
３／ｍｉｎ；

犽ｈｃ———掘进工作面二氧化碳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条件下，连续观测１个月，日最

大绝对二氧化碳出量与月平均日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的比值；

６７———按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应超过１．５％的换算系数。

５．１．３．４　按炸药量计算

ａ）　一级煤矿许用炸药

犙ｈｆ≥２５犃ｈｆ …………………………（１８）

　　ｂ）　二、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犙ｈｆ≥１０犃ｈｆ …………………………（１９）

　　式中：

犃ｈｆ———掘进工作面一次爆破所用的最大炸药量，ｋｇ。

按上述条件计算的最大值，确定局部通风机吸风量。

５．１．３．５　按局部通风机实际吸风量计算

ａ）　无瓦斯涌出的岩巷

犙ｈｆ＝犙ａｆ×犐＋６０×０．１５犛ｈｄ …………………………（２０）

　　ｂ）　有瓦斯涌出的岩巷，半煤岩巷和煤巷

犙ｈｆ＝犙ａｆ×犐＋６０×０．２５犛ｈｄ …………………………（２１）

　　式中：

犙ａｆ———局部通风机实际吸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犐———掘进工作面同时通风的局部通风机台数；

０．１５———无瓦斯涌出岩巷的允许最低风速；

０．２５———有瓦斯涌出的岩巷，半煤岩巷和煤巷允许的最低风速；

犛ｈｄ———局部通风机安装地点到回风口间的巷道最大断面积，ｍ
２。

５．１．３．６　按工作人员数量验算

犙ａｆ≥４犖ｈｆ …………………………（２２）

　　式中：

犖ｈｆ———掘进工作面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人。

５．１．３．７　按风速进行验算

ａ）　验算最小风量

———无瓦斯涌出的岩巷

犙ａｆ≥６０×０．１５犛ｈｆ …………………………（２３）

　　———有瓦斯涌出的岩巷，半煤岩巷和煤巷

犙ａｆ≤６０×０．２５犛ｈｆ …………………………（２４）

　　ｂ）　验算最大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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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ａｆ≤６０×４．０犛ｈｆ …………………………（２５）

　　式中：

犛ｈｆ———掘进工作面巷道的净断面积，ｍ
２。

５．１．４　硐室需要风量计算

５．１．４．１　各个独立通风硐室的需要风量，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硐室分别进行计算。

５．１．４．２　爆破材料库需要风量计算：

犙ｅｍ ＝４犞／６０ …………………………（２６）

　　式中：

犙ｅｍ———井下爆炸材料库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犞———井下爆炸材料库的体积，ｍ３；

４———井下爆炸材料库内空气每小时更换次数。

但大型爆破材料库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３／ｍｉｎ，中、小型爆破材料库不应小于６０ｍ３／ｍｉｎ。

５．１．４．３　充电硐室需要风量计算：

犙ｅｒ＝２００狇ｈｙ …………………………（２７）

　　式中：

犙ｅｒ———充电硐室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狇ｈｙ———充电硐室在充电时产生的氢气量，ｍ
３／ｍｉｎ；

２００———按其回风流中氢气浓度不大于０．５％的换算系数。

但充电硐室的供风量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３／ｍｉｎ。

５．１．４．４　机电硐室需要风量计算：

发热量大的机电硐室，应按照硐室中运行的机电设备发热量进行计算：

犙ｍｒ＝
３６００∑犠θ

ρ犆ｐ×６０Δ狋
…………………………（２８）

　　式中：

犙ｍｒ———机电硐室的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犠———机电硐室中运转的电动机（或变压器）总功率（按全年中最大值计算），ｋＷ；

θ———机电硐室发热系数，数值见表４；

ρ———空气密度，一般取ρ＝１．２０ｋｇ／ｍ
３；

犆ｐ———空气的定压比热，一般可取犮ｐ＝１．０００６ｋＪ／（ｋｇ·Ｋ）；

Δ狋———机电硐室的进、回风流的温度差，Ｋ。

表４　机电硐室发热系数（θ）表

机电硐室名称 发热系数

空气压缩机房 ０．２０～０．２３

水泵房 ０．０１～０．０３

变电所、绞车房 ０．０２～０．０４

　　机电硐室需要风量应根据不同硐室内设备的降温要求进行配风；采区小型机电硐室，按经验值确定

需要风量或取６０～８０ｍ
３／ｍｉｎ；选取硐室风量，应保证机电硐室温度不超过３０℃，其他硐室温度不超过

２６℃。

５．１．５　其他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计算

５．１．５．１　其他用风巷道的需要风量，应根据瓦斯涌出量和风速分别进行计算，采用其最大值。

５．１．５．２　按瓦斯涌出量计算：

犙ｒｌ＝１３３狇ｒｇ×犽ｒｇ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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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狇ｒｇ———其他用风巷道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ｍ
３／ｍｉｎ；

犽ｒｇ———其他用风巷道瓦斯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取１．２～１．３；

１３３———其他用风巷道中风流瓦斯浓度不超过０．７５％所换算的常数。

５．１．５．３　按风速验算：

ａ）　一般巷道

犙ｒｃ≥６０×０．１５犛ｒｃ …………………………（３０）

　　ｂ）　架线电机车巷道

———有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

犙ｒｅ≥６０×１．０犛ｒｅ …………………………（３１）

　　———无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

犙ｒｅ≥６０×０．５犛ｒｅ …………………………（３２）

　　式中：

犙ｒｃ———一般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犛ｒｃ———一般用风巷道净断面积，ｍ
２；

犙ｒｅ———架线电机车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犛ｒｅ———架线电机车用风巷道净断面积，ｍ
２；

０．１５———一般巷道允许的最低风速，ｍ／ｓ；

１．０———有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允许的最低风速，ｍ／ｓ；

０．５———无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允许的最低风速，ｍ／ｓ。

５．１．６　矿用防爆柴油机车需要风量的验算

犙ｄｌ＝５．４４×犖ｄｌ×犘ｄｌ×犽ｄｌ …………………………（３３）

　　式中：

犙ｄｌ———该地点矿用防爆柴油机车尾气排放稀释需要的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犖ｄｌ———该地点地点矿用防爆柴油机车的台数，台；

犘ｄｌ———该地点地点矿用防爆柴油机车的功率，ｋＷ；

犽ｄｌ———配风系数，该地点使用１台矿用防爆柴油机车运输时，犽ｄｌ为１．０。该地点使用２台矿用防爆柴

油机车运输时，犽ｄｌ为０．７５。该地点使用３台及以上矿用防爆柴油机车运输时，犽ｄｌ为０．５０；

５．４４———每千瓦每分钟应供给的最低风量，ｍ３／ｍｉｎ。

矿井使用矿用防爆柴油机车时，应进行风量验算，排出的各种有害气体被巷道风流稀释后，其浓度

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条的规定。

５．２　总体核算法

５．２．１　实际产量在３０×１０
４狋／犪以下矿井使用

５．２．２　公式一（适用于低瓦斯矿井）

５．２．２．１　计算公式

犃ｐｃ＝３３０×１０
－４ 犙ａｉ

狇ｒａ×犽ｖａ
…………………………（３４）

　　式中：

犃ｐｃ———矿井初步计算的通风能力，１０
４ｔ／ａ；

犙ａｉ———矿井总进风量，ｍ
３／ｍｉｎ，矿井实际进风量应满足矿井的总需要风量，按核定时矿井总进风

量计算；

狇ｒａ———平均日产吨煤需要的风量，ｍ
３／（ｔ·ｍｉｎ）；

犽ｖａ———低瓦斯矿井通风能力系数；

３３０———矿井年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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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２　平均日产吨煤需要风量的计算

狇ｒａ＝
犙′ｒａ
犃′

…………………………（３５）

　　式中：

犙′ｒａ———矿井上年度实际需要风量，ｍ
３／ｍｉｎ；

犃′———矿井上年度平均日产煤量，ｔ。

ａ）　参数选取和计算时，首先应对上年度矿井供风量的安全、合理、经济性进行认真分析与评价，对

上年度生产安排的合理性进行必要的分析与评价，对串联和瓦斯超限等因素掩盖的吨煤供风

量不足要加以修正，并应考虑近３年矿井生产情况和通风系统的变化，取其合理值；如果由于

地质构造、煤层赋存条件发生变化，或技术改造移交时间短，或采煤工艺变化（如由分层开采变

为一次采全高），或采煤机械化程度变化（如由炮采变为机采），生产变化很大时，可以用生产变

化后核定前三个月的矿井实际产量和矿井实际需要风量，计算平均日产吨煤需要的风量。

ｂ）　矿井上年度因风量不足发生通防事故的，平均日产吨煤需要的风量增加１０％～２０％。

５．２．２．３　犽狏犪—矿井通风能力系数选取

矿井通风能力系数取１．３０～１．５０。当矿井等积孔小于１ｍ
２ 时，犽ｖａ取１．５０；矿井等积孔小于２ｍ

２

且大于１ｍ２ 时，犽ｖａ取１．４０；矿井等积孔大于２ｍ
２ 时，犽ｖａ取１．３０。

５．２．３　公式二（适用于高瓦斯、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

５．２．３．１　计算公式

犃ｐｃ＝
３３０×２４×６０×０．７５％×犙ａｉ

１０４×犓ｖａ×狇ｒｇ
…………………………（３６）

　　式中：

犓ｖａ———高瓦斯、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通风能力系数；

狇ｒｇ———矿井瓦斯相对涌出量，ｍ
３／ｔ；在通风能力核定时，当矿井进行瓦斯抽放时，狇相 应扣除矿井永

久抽放系统所抽出的瓦斯量。狇相 取值不应小于１０，小于１０时按１０计算；

０．７５％———矿井总回风巷瓦斯浓度。

扣除瓦斯抽放量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与正常生产的采掘工作面风排瓦斯量无关的抽放量不应扣除（如封闭已开采完的采区进行瓦

斯抽放作为瓦斯利用补充源等）。

ｂ）　未计入矿井瓦斯等级鉴定计算范围的瓦斯抽放量不应扣除。

ｃ）　扣除部分的瓦斯抽放量取当年平均值。

ｄ）　如本年已完成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的，取本年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本年未完成矿井瓦斯等

级鉴定的，取上年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

５．２．３．２　综合系数计算

犓ｖａ＝犽ｔｆ×犽ｍｇ×犽ｓａ×犽ｉｌ …………………………（３７）

表５　犓狏犪取值表

犽值 概念 取值范围 备注

犽ｔｆ 矿井产量不均衡系数
产量最高月平均日产量

年平均日产量

犽ｍｇ 矿井瓦斯涌出不均衡系数

高瓦斯矿井不小于１．２，主要开采突出危险

区域煤层的矿井取１．４，主要开采突出威胁

区域煤层的矿井取１．３，主要开采无突出危

险区域煤层的矿井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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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犽值 概念 取值范围 备注

犽ｓａ 备用工作面用风系数 犽ｓａ＝１．０＋狀备×０．０５
狀备———备用 采 煤 工

作面个数

犽ｉｌ 矿井内部漏风系数
矿井总进风量年平均值

矿井有效风量年平均值

５．３　由里向外核算法 实际产量在３０×１０
４狋／犪及以上矿井使用

５．３．１　根据矿井总进风量与５．１计算的矿井各用风地点的实际需要风量（包括按规定配备的备用工作

面）计算出采掘工作面个数。

５．３．２　单个采煤工作面年产量计算：

犃ｃｉ＝３３０×１０
－４犾ｃｉ×犺ｃｉ×狉ｃｉ×犫ｃｉ×犮ｃｉ …………………………（３８）

　　式中：

犃ｃｉ———第犻个采煤工作面年产量，１０
４ｔ／ａ；

犾ｃｉ———第犻个采煤工作面平均长度，ｍ；

犺ｃｉ———第犻个采煤工作面煤层平均采高，放顶煤开采时为采放总厚度，ｍ；

狉ｃｉ———第犻个采煤工作面的原煤视密度，ｔ／ｍ
３；

犫ｃｉ———第犻个采煤工作面平均日推进度，ｍ／ｄ；

犮ｃｉ———第犻个采煤工作面回采率，％，按矿井设计规范和实际回采率选取小值。

５．３．３　单个掘进工作面年产量计算：

犃ｈｉ＝３３０×１０
－４
×犛ｈｉ×狉ｈｉ×犫ｈｉ …………………………（３９）

　　式中：

犃ｈｉ———第犻个掘进工作面年产量，１０
４ｔ／ａ；

犛ｈｉ———第犻个掘进工作面纯煤面积，ｍ
２；

狉ｈｉ———第犻个掘进工作面的原煤视密度，ｔ／ｍ
３；

犫ｈｉ———第犻个掘进工作面平均日推进度，ｍ／ｄ。

５．３．４　矿井通风能力计算：

犃ｐｃ＝∑犃ｃｉ＋∑犃ｈｉ …………………………（４０）

６　矿井通风能力验证

６．１　矿井主要通风机性能验证

按照矿井主要通风机的实际特性曲线对通风能力进行验证，主要通风机实际运行工况点应处于安

全、稳定、可靠、合理的范围内，按照ＡＱ１０１１—２００５进行测试。

６．２　通风网络能力验证

利用矿井通风阻力测定的结果对矿井通风网络进行验证，验证通风阻力是否与主要通风机性能相

匹配，能否满足安全生产实际需要，ＭＴ／Ｔ４４０—１９９５进行检测。

６．３　用风地点有效风量验证

采用矿井有效风量验证用风地点的供风能力，核查矿井内各用风地点的有效风量是否满足需要风

量，井巷中风流速度、温度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６．４　稀释瓦斯能力验证

利用瓦斯鉴定结果以及矿井瓦斯安全监测仪器仪表检测的结果，验证矿井通风稀释排放瓦斯的能

力，各地点瓦斯浓度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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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通风能力确定

７．１　按照以上方法所计算的通风能力为矿井初步通风能力，凡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有关规定的，以

及有下列情况的，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相应部分的产量，扣除后的通风能力为最终矿井核定通风

能力。

７．２　通风系统不合理、瓦斯超限的区域，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此区域的产量。

７．３　高瓦斯矿井、突出矿井没有专用回风巷的采区，没有形成全风压通风系统、没有独立完整通风系统

的采区，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此采区的产量。

７．４　供风量不足的采掘工作面，核定时应减少此采掘工作面，使其他用风地点满足要求，计算时应从矿

井通风能力中扣除此采掘工作面的产量。

７．５　存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串联通风、扩散通风、采空区通风的用风地点，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相

应采掘工作面的产量。

７．６　通风能力最终计算

犃＝犃ｐｃ－犃ｄｃ …………………………（４１）

　　式中：

犃———矿井最终通风能力，１０４ｔ／ａ；

犃ｄｃ———扣除区域的年产量，１０
４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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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煤矿通风能力核定程序

犃．１　现场调查

犃．２　核查、收集有关资料

犃．２．１　核查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及井下独立用风地点的基本状况。

犃．２．２　核查矿井主要通风机的运转状况。

犃．２．３　实行瓦斯抽排的矿井，必须核查矿井抽放瓦斯系统的稳定运行情况。

犃．２．４　核查矿井当月和上年度的配风计划。

犃．２．５　核查矿井当前的通风系统示意图、安全监测装置布置图以及防尘、防火注浆、抽放瓦斯等管路

系统图。

犃．２．６　核查当月（上月）和上年度的通风月报、旬报以及瓦斯日报。

犃．２．７　核查当年（上年）瓦斯等级鉴定资料。

犃．２．８　核查当年（上年）度矿井反风演习报告。

犃．２．９　核查矿井上年度实际产量。

犃．２．１０　核查矿井上三年度实际产量、实际需要风量和生产天数（年产量＜３０×１０
４ｔ），如果矿井生产

不正常，可以收集矿井前三月实际产量、实际需要风量和生产天数。

犃．２．１１　核查矿井年度生产计划、工作面接续安排和矿井后三年内采掘接替安排。

犃．２．１２　核查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经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测定）。

犃．２．１３　核查矿井主要通风机性能测定报告（经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测定）。

同时要注意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时效性。

犃．３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对发现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告知矿方进行整改

犃．４　矿井需要风量、通风能力的计算及能力验证

犃．５　编写通风能力核定报告（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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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煤矿通风能力核定报告内容

犅．１　通风概况

犅．１．１　通风方式，通风方法，进、回风井筒数量及风量，矿井需要风量、实际风量、有效风量。

犅．１．２　采区巷道布置情况，是否按规定布置使用专用回风巷，采区主要进回风量及用风地点布置

情况。

犅．１．３　矿井瓦斯等级，瓦斯和二氧化碳的绝对、相对涌出量。

犅．１．４　主扇型号，电机功率，叶片角度，运行参数，风量，风压，通风阻力，等积孔。

犅．１．５　各主扇担负区域。主扇担负区域各层别、采区可采储量和可布置工作面数量情况。

犅．１．６　矿井上年度实际产量，矿井设计能力。

犅．２　矿井需要风量计算

犅．２．１　矿井需要风量计算原则。

犅．２．２　采煤工作面（包括备用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犅．２．３　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犅．２．４　硐室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犅．２．５　其他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犅．２．６　矿用防爆柴油机车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犅．２．７　矿井总需要风量的确定。

犅．３　矿井通风能力计算

犅．３．１　计算公式。

犅．３．２　参数选取。

犅．３．３　能力计算。

犅．４　矿井通风能力验证

犅．４．１　矿井通风动力验证。

犅．４．２　矿井通风网络能力验证。

犅．４．３　矿井用风地点有效风量验证。

犅．４．４　矿井稀释瓦斯能力验证。

犅．５　煤矿通风能力核定结果

犅．６　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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